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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

车推出来的。”这是陈毅元帅回忆淮海战

役时，一句饱含深情又富含哲理的总结。

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役，一辆辚辚

作响的小推车，因缘际会，相得益彰，这

道大与小的辩证思考题，耐人寻味，发人

深思。

解放战争中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

战役，是决定国共两党两军生死存亡和

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战略性大决战。最

终，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横扫千军之

势，完胜国民党军，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

国不久横空出世于世界的东方。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历史不

会忘记，在艰苦卓绝、气势恢宏的三大

战役决战前线和广大后方，解放区人民

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其规

模之巨大、任务之浩繁、动员人力物力

之众多、现实和历史影响之深远，堪称

古今中外战争史上都极为罕见的史诗

级画卷。史载，仅淮海战役期间，华东、

中原、冀鲁豫、华中四个解放区共出动

支前民工543万人。而当时作战双方兵

力，解放军为 60万，国民党军为 80

万。源源不断支援解放军作战的支前

群众，竟是交战双方兵力总和的三倍

多。显而易见，在决定国家民族前途命

运的关键时刻，人民用心把自己那神圣

的一票，义无反顾地投给了共产党、投

给了解放军！

民心如水，载舟覆舟。“最后一把米，

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

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

肉，含泪送战场。”当年老百姓们正是唱

着这样的歌谣，推着小推车奔向枪林弹

雨的战场。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

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其实，

岂止淮海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胜

利不也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吗？

人民军队发展壮大过程中的每一场胜

利，不都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人民用小推

车，推出了一支人民解放军，推出了一个

人民共和国！

人民的小推车，蕴藏着惊天伟力，能

决定战争胜负，能影响政权兴衰。

“新征程上，不管乱云飞渡、风吹浪

打，我们都要紧紧依靠人民……”大胜利

与小推车，带给我们许许多多教益和启

迪。作为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最关键

的一条还是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

本立场”。我们把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

形象比喻为鱼水关系，正是因为有这种

牢不可破的鱼水深情，人民军队才能在

战争年代攻坚克难、战无不胜，才能在和

平时期健步前行、日益强大。走得再远，

也不能忘记我们从哪里出发；变得再强，

也不能忘记我们为什么出发。越是发展

壮大，越是要永葆人民情怀、站稳人民立

场，牢记我们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

民、力量在人民，牢记我们扎根人民、依

靠人民、服务人民的本色与使命，始终与

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赓续升华

那历经血火考验凝结成的军民鱼水深

情、血脉真情，铸就国家民族屹立不倒的

钢铁长城和太行铁壁。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

敌。”有人民做坚强后盾，人民军队必将

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大胜利与小推车
■吕志强

工作视窗

人 物 志

快评漫议

本报讯 王求基、特约记者肖芳菲
报道：元旦前夕，福建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七次会议高票通过《福建省拥军
优属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修正案。
据福建省军区政治工作局领导介绍，
《条例》修正案对着力提升军人荣誉感、

完善抚恤优待措施、扩展军人优待范围
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增强军人荣誉感有
了法制保障。

围绕增强军人军属自豪感、荣誉感
和归属感，《条例》新增了具体举措，如：
为部分军人遗属、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
家庭悬挂光荣牌，并在春节、建军节等
重大节日组织走访慰问部队和军人家
庭；在新兵入伍、军人退役期间组织欢
送、欢迎仪式；祝贺慰问被授予荣誉称
号、立功或者被评为优秀士兵的军人家

庭等。烈士安葬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应为牺牲的烈士举行安葬仪式，县
级人民政府应当设立烈士纪念碑(墙)，
刻上本地区烈士名单，永久纪念。

在现有法律、法规、政策允许范围
内提高对军人的抚恤优待是此次立法
的重点之一。《条例》规定，城镇和农村
的义务兵年度优待金均按照不低于户
籍所在地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 50%发放，农村籍义务兵不得低
于户籍所在地上年度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 100%。在烈士抚恤待遇方面，
烈士遗属除依法享受国家规定的烈士
褒扬金外，还可以领取 20 个月工资的
抚恤金。

针对军人配偶工作保障问题，《条
例》要求对转业干部随调配偶的安置与
转业干部安置同步进行，地方各级政府
应当每年安排部分公益性岗位用于招
聘符合条件的军人家属；在子女教育优
待方面，《条例》将优待范围扩展到学前
教育。同时，《条例》还针对保障退役军
人的安置待遇进行了明确规定。

一系列拥军优属的新举措，在八闽
大地引起较好反响。在建宁县，工作人
员走村入户，将一块块承载特殊荣耀的
光荣之家牌匾挂到军人家庭墙上；在海
军陆战某旅训练场上，特战训练如火如
荼，教导员高明告诉记者：“家属就业有
保障，小孩上学没顾虑，我们练兵备战
劲头更足了！”

提高抚恤优待标准，转业干部配偶同步安置，扩大子女优待范围

福建省紧贴改革强军进程出台拥军优属新政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塔吐鲁沟

边防连驻守在高寒缺氧、冰封雪

裹的帕米尔高原，长年携手并肩

守卫边防、建设边防的经历，使连

队官兵与驻地各族群众结下了深

厚的情谊。图为该连指导员马志

强（后排右二）近日休假归队后，

来到驻地热斯卡木村幼儿园给小

朋友们送来学习用品。

姬文志摄

高 原 军 人
关爱高原娃

新时代，开启强军新纪元；

新年度，踏上追梦新征程！拥政

爱民、拥军优属，是我党我军的

优良传统和制胜法宝。在人民军

队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从胜利

走向胜利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

双拥工作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苍山如海，红旗如画；追梦

路上，众志成城。在新时代强军

兴军的伟大征途上，双拥工作必

将不负时代重托，不断续写新篇

章、创造新辉煌！今天第一次与

读者见面的解放军报 《双拥视

界》专版，将与大家共同感悟这

个伟大时代的激情脉动，努力做

好新时代双拥工作的忠实见证者

与记录者，在追梦的路上努力奔

跑，在新闻的路上不懈追寻，报

道新探索，宣传新经验，反映新

成就，展示新风貌，歌唱感人肺

腑、历久弥坚的军民鱼水深情，

书写与时俱进、精彩纷呈的双拥

工作实践。

本版主要开设以下专栏：

“鱼水新篇”，侧重以通讯、特

写体裁来反映新时代军地积极

开展双拥工作的重要经验和成

果；“工作视窗”，侧重以消息

形式来报道双拥工作实践中的

新 鲜 做 法 ；“ 今 日 双 拥 模 范

城”，宣传全国各地双拥模范

城 的 拥 军 轨 迹 和 特 色 亮 点 ；

“人物志”，宣扬双拥工作典型

人物的先进事迹；“故事会”，

讲述当下或历史上发生的有代

表 性 的 双 拥 故 事 ；“ 双 拥 影

像”，以图片形式报道双拥工

作新闻、展现双拥人物风采；

“快评漫议”，围绕弘扬双拥工

作优良传统发表言论；“双拥

动态”，以简讯形式集纳新近

双拥工作短新闻，专版稿件涵

盖消息、通讯、评论、特写、

图片等各种体裁。

我们诚挚欢迎军地广大读者

和作者踊跃投稿，投稿邮箱：

jfjbsysj@163.com，来稿请注明

通联方式。

讴歌新时代

鱼水深情
—致读者—

于爱梅接受母亲教诲最多的就是要
懂得感恩。她记得，上学第一天，她牵着
母亲的手去学校。母亲对她说：“小妮子
现在还能上学，要是在旧社会，家里富的
十五六岁就让你嫁人了，家里穷的七八
岁就当童养媳了。你能有现在的生活，
要感谢共产党。”
“宣讲沂蒙精神是‘家学渊源’。”于爱

梅说，新中国成立后，奶奶王换于和母亲
张淑贞依然保持着拥军传统。那时，冬季
到沂蒙老区拉练的部队多，为了赶制鞋
垫、做军鞋，晚上一家人围着煤油灯忙活
大半宿，大人们搓麻绳都将腿搓破了。于

爱梅虽小，也忙活着帮大人穿针引线。部
队来时，她会跟着奶奶和母亲一起去慰
问，拿着煮熟的鸡蛋塞给战士们。

2011年起，于爱梅成为一名“编外辅
导员”，在刚刚兴建的沂蒙红嫂革命纪念
馆开展教育。最开始，她只能站在杨树底
下讲课，平均每天要讲五六节，累了就靠
在凳子上眯一会儿。直到2013年 7月，纪

念馆才配套完善，有了冬暖夏凉的办公室
和食堂等设施，讲课也可采取放映录像的
形式。

2015年，于爱梅提议发起成立一个
宣传沂蒙精神的社会组织。2016年 6月
7 日，沂蒙精神传承促进会正式成立。
于爱梅还发起成立了由 136人组成的沂
蒙精神宣讲团。

“宣扬过去的故事，不是讲得太多，
恰恰是讲得太少了。”于爱梅说，她曾到
自己任职的中学讲过一次红嫂故事，孩
子们听得津津有味，完全不是“00 后听
不进古老的东西”那回事。

自 2004年开始拥军，于爱梅自费投
入 24.5万元。去年，于爱梅不幸出了车
祸，两根肋骨骨折。在休养 21天后，她
忍着痛按时到吉林一所希望小学作宣
讲。“沂蒙精神是老一辈用生命铸造的，
我生活环境这么好，有什么理由不把它
传承下去？”于爱梅说，一定让红嫂故事、
沂蒙精神传播得更久远。

宣讲沂蒙精神是“家学渊源”

2018 年 12 月 20 日清晨，最后一位
沂蒙百岁红嫂张淑贞与世长辞。张淑贞
去世后，于爱梅按照母亲的遗愿，把老
人留下的 18938.8 元积蓄作为特殊党费
上交组织。从奶奶王换于到母亲张淑
贞，再到于爱梅自己，这个家庭已接连

出了三代红嫂。
一代代红嫂爱军拥军，留下了许多

可歌可泣的生动故事，形成了传承不息
的红嫂精神。元旦刚过，记者来到了沂
水之南的这片红色沃土，试图去探寻红
嫂精神的丰富内涵。

制图：方 汉、苏润淇

张淑贞

王换于

于爱梅

沂南马牧池东辛庄，曾为山东抗日
根据地的中心，如今已在原址改造成沂
蒙红嫂革命纪念馆。远远望去，几十座
保留战争年代原貌的茅草房静卧在蒙山
支脉北大山的山脚下。王换于一家创办
的战地托儿所就在纪念馆的第一个院
落。

1939年 6月 29日，中共山东分局和
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政委朱
瑞等率领机关人员，转战来到马牧池
乡。与他们一同前来的，还有 27名抗战
将士的子女。他们最大的七八岁，最小
的才出生三天。“大人上战场，抗战将士
的孩子谁来看？鬼子见天扫荡，粮食就

是生命，谁愿把口中粮挤出来给别人的
孩子吃？”王换于做通了儿媳和女儿的思
想工作，挑起抚养照顾抗战将士子女的
重担。

王换于的二儿媳当时正值哺乳期，
由于生活条件很差，奶水哺乳一个孩子
还不够。王换于就开导二儿媳：“这是烈
士的后代，让他们吃奶，让咱的孩子吃粗
的。咱的孩子就是磕打死了你还能生

育，烈士的孩子死了，就断了根了。”抗战
时期，王换于 4个孙子先后被饿死或夭
折，而她家照顾的抗战将士后代全部安
然无恙。
“读懂历史需要放在历史的环境

下。王换于和她的子女们对对与错、是
与非有着朴素的判断。”沂蒙精神研究会
一名研究员说，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我党
我军在沂蒙地区建立根据地，针对后方

留守青年女子，开创了冬学、夜校、庄户
学、识字班等文化教育形式，培育和发动
了一大批支持抗战的农村妇女。
“奶奶入党较早，还在乡里担任领导

职务，家里有 5名党员。”于爱梅说，当
时，奶奶王换于和她的两个儿子、大儿
媳、大女儿都是党员。

纪念馆的最后一个院落里，竖立着一
块雄鸡形的青石，上面刻着《跟着共产党
走》：“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
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伟大的中国
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这
首诞生于沂蒙地区的老歌，王换于和子女
们都会唱，也唱懂了这首歌。

唱懂了《跟着共产党走》

在战地托儿所生活过的孩子，很多
都是当时党的高级将领的后代，解放后，
他们的父母不是元帅就是将军。“母亲曾
不止一次对我们说：‘别以为咱们把孩子
养大就多了不起，人家爹妈上前线打鬼
子为老百姓，咱们就该把人家孩子养好，
让他们放心。’”张淑贞三儿子于千林说。

1970 年，于千林在部队服役，偶然
在庐山见到了徐向前。徐向前问他：“你
是哪里人？”于千林回答：“我是沂蒙老区
的。”徐向前说：“啊？我当年也在沂蒙老
区待过。”交谈到此终止，于千林始终没
有说出徐向前就曾在自己家工作过。

“母亲是个老党员，她受奶奶王换于
的影响很大，只要是组织的要求，哪怕遇到
再苦再难的事，她都坚决去执行。”于爱梅
曾有个大哥。有一次，日军来到村子里“扫
荡”，一家人带着托儿所的孩子往山里转
移。那天天气突然变冷，担心孩子们受冻，
张淑贞就让9岁的大儿子回家取衣服。过
了很久，大儿子都没有回来。三天后，鬼子

离开了村子，张淑贞回家看见大儿子趴在
床上一动不动，身体发青，没有了呼吸。

张淑贞当时是妇救会长，负责附近
13个村庄的抗日宣传发动工作，白天要
带着人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去救伤员，
晚上还要去悄悄地发展党员。她在前线
救伤员时衣服被流弹穿过孔，头发还被
烧焦过，为了发展一名党员跑过几十趟。

2003年，一辆轿车开到于爱梅家门
口，车上下来一位老人。走进家门，他定
眼瞧了瞧端坐在堂屋的张淑贞，便“扑
通”一下跪了下来，大声喊道：“娘，我是
小点！儿子可找到你了！”虽然阔别几十
年，但张淑贞听到那个熟悉而亲切的名
字时，立刻就对上了号，“小点”是当年在
战地托儿所待过的赵国桥。张淑贞与他
紧紧相拥，放声大哭。

那天，于爱梅看着热泪纵横的母亲，
体会到了母亲这么多年深藏心底的苦楚
和思念，“母亲是用女性特有的柔性大
爱，顶起了她这个党员该顶的那片天。”

顶起了该顶的那片天

沂蒙山下，三代红嫂情未了
■■本报记者 朱宏博 中国国防报记者 佟欣雨 通讯员 徐 帅


